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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出腳　踹出警界制度問題
記者 楊詠嵐 報導  

本⽉7⽇在臉書瘋傳著⼀部影片，⼀名未成年⼈鄭男駕駛著租賃⼩客⾞拒絕臨檢，
同⾞上還有三位未成年乘客，遇到警⽅路檢甚⾄拒絕盤查並逆向⾏駛。⽽影片中
的四位警察，將⼀名未成年戴姓乘客跩⾄地上壓制，並不斷的辱罵被壓制的戴
男，不僅抓住戴男的頭髮，甚⾄⽤腳踹了少年的頭部。當附近居⺠⼤聲質問警
察：「你們在幹甚麼？打⼩孩喔？」，其中⼀名員警回嗆三字經，並向住⼾⼤
喊：「他們拒檢欸。」此片上傳⾄網路後，立刻引起了廣⼤的討論，網路上批評
警察執法過當，以及為警察喊冤的聲⾳此起彼落。
 

警察是否執法過當？
依照《警察職權⾏使法》的規定，這些未成年無照駕駛以及同⾏的⼈，不僅拒檢
還逆向，警察就需要將他們攔停並查明⾝分。執業律師詹晉鑒表⽰，警察當場認
定逃逸的⼈犯罪嫌疑重⼤，或者是客觀上有違反公共利益之虞，依照警察職權⾏
使法，是可以將他⽤強制⼒壓制或逮捕，但警察的強制⼒只能施展到其可以控制
局⾯的範圍內。⾄於警察對乘客（戴男），做出「以腳制服」的⾏為，不僅有觸
犯傷害罪之嫌，在執⾏公務時有可能會觸犯了濫權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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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⺠錄下中和分局員警執法過程。（圖片來源／截圖⾃臉書）

「這是非告訴乃論，刑法287條的但書。」立法委員邱顯智說明，刑法第287條規
定，公務員若犯了刑法第277條的傷害罪，則是非告訴乃論。非告訴乃論是指，
任何的犯罪事實被檢察官知悉後，檢察官必須偵辦。⽽現階段已有多位律師向新
北市地檢署告發，無論結果是不起訴、起訴或緩起訴，地檢署都應該給⼀個交
代。

 

⼯時⻑⼜雜務繁重的臺灣警察
然⽽當發⽣這種事件，無法將原因全權究責於沒有依法⾏政的員警，警察的勞動
環境也是⼀個很⼤的原因。

警察與⺠眾比例（後簡稱警⺠比）過⾼，儼然是臺灣正在⾯臨的⼀個問題。現職
員警王惀宇表⽰，警⺠比過⾼就代表警察必須處理的⼯作量更多，更會導致員警
⼯時變⻑。若是因此造成員警疲倦，會使得員警在執⾏勤務時判斷⼒減弱，⽽有
更⾼的機率誤判情勢或導致情緒管理出現問題。

根據最新的數據顯⽰，新北市為六都中警⺠比最⾼的城市。（圖片來源／
楊詠嵐製）資料來源：警政統計查詢網、中華⺠國內政部⼾政司全球資訊
網

原為警⺠比最⾼的桃園市，在去年編列了10億預算，擴增了將近千名員警的數
量，警⺠比因此變得比新北市低。立委邱顯智在立法院質詢時，指出新北市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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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警⺠比過⾼，像是三峽分局北⼤派出所竟⾼達1比2513。內政部⻑徐國勇在備
詢時則回應，「我們也藉這個機會，拜託各位⾸⻑寬列⼀下預算。」
 

增加經費之前，還能如何解決？
預算畢竟無法無限上綱，在有限的經費之下，除了增加警⼒降低警⺠比外，是否
有其它⽅法能夠降低平均每個員警的⼯作量？台灣警察⼯作權益推動協會常務理
事蕭仁豪指出，警察的⼯作量並非和警⺠比⾼是絕對相關的，有時候是因為警察
必須處理太多雜務，才會導致⼯作量過⾼。蕭仁豪舉例，過往就發⽣過，風災後
上級擔⼼有⼼⼈⼠哄抬物價，便派員警去菜市場查菜價。另外，在天氣轉涼的時
候，警察也必須負責「防寒⼯作」，關懷社區內年⻑的⼈，⽽並非由社會局或是
鄉、⾥⻑負責。「這些⼯作有它的道理，但是全部推來警察局的結果就是無法負
荷。」

除此之外，績效要求也是增加基層員警⼯作量的原因之⼀。蕭仁豪舉例，因為績
效的制度，各派出所會開始比較⾃⼰的轄區內提款熱點多不多。像是台東市的警
察局，就會在原本警察巡邏的路線之外，再設立⼀個針對ATM的巡邏。但是台北
市的ATM本來就比台東市多，雖然增加了這樣的巡邏路線，台東的提款熱點也無
法多於台北市，因此績效分數也不會更好看。「這就是⼀個典型的警察給⾃⼰的
⼯作，甚⾄還沒有甚麼效果。」

績效制度衍伸出的問題
邱顯智表⽰，未來不管是提出修法，或者在內政委員會的時候，會再提出不要在
刑案以及交通案件上，以績效的⽅式綁架基層員警。邱顯智和蕭仁豪都指出，績
效制度會讓有些員警傾向使⽤違法⽅法調查，甚⾄捏造刑案證據。「最常⾒的是
警察盤查，警察以合理懷疑為理由就可以對⺠眾盤查。」蕭仁豪認為，績效要求
⾼，警察為了達到上級所制定的績效標準，⽽去不斷地增加盤查數量。⽽不斷增
加盤查數量的背後，很可能就導致員警變得不那麼在乎法律的限制。⽽⻑官看到
⼤家都能達到標準，就會再將標準提⾼，這樣的惡性循環不僅讓基層員警吃不
消，更是會間接地破壞國家的法治。

對此，蕭仁豪認為績效制度最⼤的問題在於，制定者只有警政署⾃⼰的⼈，缺乏
學者專家以及基層員警的聲⾳。完美的績效制度並不存在，績效應當是交由管理
者與被管理者互相協調，以避免出現上級有時提出不切實際數字的情形。⽽警察
也因此會做出「拆案移送」的⾏為，有時候⼀個⼈會有多起犯罪的⾏為，這些⾏
為理當可以做成⼀案移送，員警卻為了讓數字的呈現上更為好看，故意拆成多案
處理，也因此造成後續檢察官的困擾。

然⽽，現職員警王惀宇指出，績效制度是警察考績制度的重要依據，它綁住了警
察的⼈事制度，許多⾏政計畫的獎勵也是以績效做為核分與敘獎的依據。若是未
來要修正績效制度，傾聽第⼀線員警的聲⾳會是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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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政改⾰，還需要做甚麼？
邱顯智在臉書上表⽰，先前邱辦曾要求警政署交出現場員警執勤攜帶的密錄器，
警政署卻說明，當場因為事發突然，四位執勤員警皆未開啟密錄器。對此邱顯智
受訪時表⽰，臺灣⽬前沒有強制開密錄器的規定，這是未來警政改⾰非常重要的
⼀件事。「我們覺得他（警察）明明有開，他（警察）卻可以說他沒有開密錄
器。」如此⼀來會導致現場的⼈員各說各話，但卻沒有辦法做進⼀步的驗證，儼
然成了羅⽣⾨。

對此，王惀宇說到，不管是員警使⽤密錄器，抑或是⺠眾錄影，都可以有效的去
約束雙⽅的⾏為。錄影不僅可以提醒員警注意執法的界線，也能讓⺠眾注意到⾃
⼰的⾏為正在被記錄、觀察。這種相互的影響，在相關的研究中也被證實能夠降
低警⺠的衝突。

在法治國家中，警察必須遵循著法律執法，若是有執法過當的情形的確應當被譴
責。但在這樣的事件背後，我們也可以窺⾒⼯作環境的困境與文化，是如何去影
響基層的員警，甚⾄造成這些事情不斷的惡性循環。抨擊警察違法的法律⼯作者
並非如同網路上的批評，⾼⾼在上⽽忽視了第⼀線員警的辛勞，⽽是因為若是隱
忍警察違法的⾏為，會使得國家的法治基礎被動搖。未來立法⼈員和警界⾼層如
何階段性地修改警察的勞動條件，勢必會是⼀項非常重要的內政議題。

關鍵字：執法過當、中和分局、警察踹頭、警⺠比、警政改⾰

縮圖來源：臉書

      

 記者 楊詠嵐

編輯 李育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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